
安徽省六安市狮子岗中学高三语文测试题含解析

一、 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

1. 材料概括分析题（15分）

阅读材料，完成文后各题。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

批评当作欣赏。

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

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

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

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

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

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

至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

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

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

；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

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

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

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

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

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选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有

删改）

27．第二段中详细列举“功课” 内容的作用是什么？（5分）

28．请概括“富于考据癖的学者”所犯错误。（4分）

29．作者认为怎样才是真正的欣赏？（6分）

参考答案：



27．流露出作者对纯考据工作不满的态度；有助于读者对考据工作形成感性认识；为“考

据对欣赏是题外事”提供证据。

28．牵强附会，完全受史实支配；只懂考据，不知欣赏。

29．借助考据，了解文本；欣赏形象本身，获取美感；走进文艺的领域，品味内涵。

27．

试题分析：这是作用概括的题目，答题时注意首先概括该语段的主语内容，然后分析和上

下文之间的关系，详细列举“功课” 

内容的作用，“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等可以概括。

【考点定位】分析作品结构，概括作品主题。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技巧点拨】分析作用也首先概括语段所写的内容，分析作用要注意明确文体特征，联系

问题特征进行分析。如本题需要立足文本内容分析，结合上段内容可知，流露出作者对纯

考据工作不满的态度。

28．

【考点定位】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技巧点拨】信息筛选的题目，首先要求审清题干，确定答题的方向。通过分析题干确定

试题的类型是局部信息筛选还是综合信息筛选，综合信息筛选要立足全文，对文章进行段

落的划分，筛选文中的重要语句，整合后作答。重点关注各段的段首和段尾句。分条作答

。局部信息筛选要锁定区位，对段落进行简单的划分，分出层析，找到关键词语，联词成

句分条作答；如本题“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

，不肯染指”等可知。



29．

试题分析：这是一道文意概括的题目，怎样才是真正的欣赏进行概括，结合文本内容“考

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

，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可知，借助考

据，了解文本；欣赏形象本身，获取美感；走进文艺的领域，品味内涵。

【考点定位】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名师点睛】这仍然是一道信息筛选的题目，只是要求的高一点，首先对题干要进行分析

，分析题干的隐含的意思，到文中找主要的内容，然后分条作答，注意要对答案内容的整

合，相同的内容注意合并，各点之间不要相互包含。如本题借助考据，了解文本；欣赏形

象本身，获取美感。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7—9题。

中国民居文化哲学思考

民居是极富文化内涵的载体，而文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自我生命在其活动的展示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早就提请人们注意：“从文化角度而言，研究民居自

然要追溯历史，即所谓的传统民居或民居传统，只重民居硬件的实测和研制是不够

的，还要从整体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层的考察。”

中国民居在物质形态的构建上往往不甚研究，而注重因陋就简、顺乎天道的人本意

义，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

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宅者，人之本”。不仅如此，古人还以为“宅以形式为身体，

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

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人居住在“上栋下宇”般虚实相间的住宅里，犹

如置身于阴阳际汇的风水宝地，可以汲取天地之精华，感受四时的节律，“天、地

、人”三才互参并融为一体而生生不息。中国古人就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平静地

度过了几千年诗意文明的历史。诗意是居住本源性的承诺，这并非意味着诗意仅仅

附加于居住的装饰物和额外品。居住的诗意特性也不是意味着诗意在全部居住中以

某种方式和其它方式产生，而是通过诗意的建筑使居成为居住。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论及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时说过，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

文明，这种连续性文明的产生不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而能够在连续下来的宇宙的框

架中实现，即实现“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连续，地与天之间的连续，文化与自然之间

的连续”



。养育中国古代文化的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岸型地理环境

，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中国古代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综合格局以及民族

社会心理特征。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正是以此为依据，因地制宜、各抱地势，山环

水绕、循环往复，从而创作了富于东方色彩的中国传统民居形态。品察中国古代多

种民族并存、千姿百态的民居，不难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境界的文化昭示。这种景况至今依然存留在中华境

内的大江南北。

中国传统民居在解决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关系问题上一贯遵循尊重自然、与自然相

和谐的营造哲理，自始至终显示了难能可贵的生态智慧。尽管这种生态智慧不是以

今天所谓的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来呈现的，而是以直觉意会与“天人合一”的体道

方式来感悟的。这种直觉意会的思维方式反倒比技术理性思维更容易认识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容易体验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客观需要。在中国古代

哲学家们看来，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并且必须在自然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实

现生命的深化。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且“天地与我

齐一，万物与我并生”，从而达到“万物负阴抱阳，充气以为和”的境地。中国古

代的这种生态智慧若与西方技术理性相补充，以促进其直觉思维发展为现代的系统

思维，可望使这种朴素的生态智慧升华为完美的生态智慧。

（有删节）

7．下列对中国传统民居营造理念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因陋就简，顺乎天道                   B．尊重自然，天人合一

    C．以人为本，实用舒适                   D．因地制宜，看重风水

8．下列对文章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民居是极富文化内涵的载体，所谓的传统民居或民居传统，需要从整体文化的

角度进行深层的考察，而非只重民居硬件的实测和研制。

    

B．居住的诗意并非是指某个具体的材料或方式，而是立足于居住本源性的承诺。

    

C．中国的传统民居虽然千姿百态，但都体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诗意特征，且该特征传承至今。



    

D．东方的直觉意会的思维方式远超西方的技术理性思维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更容

易使人体验到中国民居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特点。



9．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

    

A．虽然中国民居在物质形态的构建上往往不甚研究，而注重因陋就简、顺乎天道

的人本意义，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民居文化具备诗意特性。

    

B．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岸型地理环境，决定中国古代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

织综合格局以及民族社会心理特征，甚至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形态。

    

C．中国传统民居显示出的生态智慧是以直觉意会与“天人合一”的体道方式来感

悟的，由此可见古人没有理性的思维方式。

    

D．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只有与西方技术理性相补充，才能使这种朴素的生态智慧

升华为完美的生态智慧。

参考答案：

7．C （无中生有。“实用舒适”无根据）

8．D 

（误解文意。与原文“直觉意会的思维方式反倒比技术理性思维更容易认识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表意有出入）

9．A （B．“决定……中国传统民居的形态”错误；                  

C．“由此可见古人没有理性的思维方式”错误；                    

D．“只有……才”错误）

3. 现代文阅读：文学类文本（20分）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11-14题。

一个人的春天

艾小羊

    咖啡馆里并不常见老先生。

    



他来的时候，穿一件浅蓝夹深灰的格子衬衣，深灰西裤，没有系皮带，而是用了深
米色的皮质外用背带。衬衣里面一定穿了保暖衣，春寒料峭，大多数人还穿着短风
衣。

    
老先生的头发已经灰白，没有染，国字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他自我介绍姓方，我
们便称他为方先生。

    
方先生在某个下午轻轻推门而入，接下来的几天，总在午后的三四点钟准时到来。
他点一杯蓝山咖啡，不加糖与奶精，手机随意地放在桌上，是很老款的诺基亚，早
已下线，却不知他用什么办法保持了它的崭新与清洁。打过几通电话后，会有一两
个人来与他碰面，从偶然传来的只言片语，我知道他是一个来出差的生意人。

    
咖啡馆优雅宁静的外衣下，有一颗八卦喧嚣的心。大家纷纷好奇一位年长的男人，
经历了什么样的半生，才会习惯于在异乡的咖啡馆里谈生意。

    
那日，方先生约的人似乎爽约了。他喝完咖啡，百无聊赖地坐在靠窗的桌边。他的
手机仅有接打电话功能，他也没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的习惯。

    
咖啡馆的旁边有一所小学，正逢学生下课。家长领着小学生从窗前经过，不时有孩
子将脸紧贴在落地窗上，苹果似的小脸蛋挤成了一个比萨饼。

    “有点吵。”我抱歉地说。

    “我喜欢。”方先生笑笑。

    “您一个人出差？”我问。

    
“去年冬天，我太太走了。我把本来已经交给儿子的生意接过来。一个人，在家呆
不住。尤其……”他顿了一下，深深的法令纹为笑容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说道：
“这春天来了。”

    “夫人很漂亮吧？”这样的时候，他一定愿意谈谈与她有关的事。

    
“唔，很爱漂亮。”他沉静的眼眸里跃起一丝顽皮的火花，仿佛要故意保留自己的
赞美，以免让她太过骄傲。“她每天晚上都问我第二天穿什么，然后熨烫整齐挂在
衣帽钩上。有时候我不耐烦，年轻气盛的时候还经常为此吵架。现在，她走了，每
晚睡前准备好第二天的衣服倒成了我的习惯。”



    “您是我所见过穿着最优雅的老人。”我想换个话题。

    “她听到要高兴死了，比夸她自己还高兴。”方先生把话题又拉回太太身上。

    
得知方先生明天就要离开，我请他吃一块大理石芝士蛋糕，算作饯行。他点了一杯
鲜榨西芹汁，说这是一顿健康而完美的晚餐。我转身欲走，他忽然又开口了。“你
一定在想，我一个人，为什么还要这样注重保养？因为如果我的生命没有熄灭，她
的记忆就不会死亡。”我什么也没有说，想说的话，被一种美好而感伤的情绪紧紧
地凝结在喉管。

    
那一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位对婚姻持否定态度的朋友，讲了方先生的故事。

    （《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8日，有删节）

11．方先生的“优雅”体现在哪些方面？（6分）

    答：    ▲    

12．简析文中画线段落在全文结构上的作用。（4分）

    答：    ▲    

13．说说题目“一个人的春天”的含义。（4分）

    答：    ▲    

14．结合文章内容，探究本文的主旨。（6分）

    答：    ▲    

参考答案：

11．①衣着考究，春寒料峭时穿起了格子衬衣背带西裤。②习惯在优雅宁静的咖啡

馆里谈生意。

③饮食注重保养。④言谈举止儒雅有节制。（每点2分，答出其中任意三点

即可）

12．①与上文大家对他的好奇相呼应，②引出下文“我”与方先生的对话。（每点

2分）



13．①当时正是春天，方先生丧妻不久，孤身一人。②尽管方先生痛失爱妻，但他

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③方先生关于妻子的美好追忆是属于他自己一个人的春

天体验。（每点2分，答出其中任意两点即可）

14．文章的主旨：肯定并赞美充满真爱的幸福的婚姻。（2分）

①文章着重描写了方先生晚年丧妻后优雅的生活状态，这正是他幸福婚姻影响的结

果。借此表达了文章的主旨。（2分）②结尾借“我”给对婚姻持否定态度的朋友

打电话，含蓄地表达了文章的主旨。（2分）

 

略

二、 古代诗文阅读（35分，共3题）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小题。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汉兵起，异以

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

乡。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缣、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

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

”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

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及光

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以至洛

阳。及王郎起，从破王郎，封应侯。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

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

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别击破铁胫于北平，又降匈奴于林暧顿王，因从平

河北。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冢，使太

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

，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

：“臣本诸生，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在倾危混殽之中，尚

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

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



”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

。”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后数引宴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

子随异还西。

（《后汉书?冯异传》节选）

10. 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 

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

树将军

B. 

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

大树将军

C. 

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

树将军

D. 

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

树将军

11.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建武，是东汉开国皇帝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也是东汉的第一个年号。光武，是刘秀死后

的谥号，后人常用“光武”来指代刘秀。

B. 

主簿是古代官名，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魏、晋以前主簿官职广泛存在于各级

官署中；隋、唐以后，主簿是部分官署与地方政府的事务官。

C. 

“河北”在古代指的是黄河以北，这是一个古今异义词，与现代汉语中的行政区划是不同

的。

D.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

，其作者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

12.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冯异早年为王莽效力，在父城抵御汉军。后在出巡属县时被汉军抓获，经苗萌劝说投降刘

秀。

B. 

冯异为人谦虚，治军有方，深得下属拥戴，在调整将领并分配各自的属官时，大家都表示

愿意跟随冯异，他因此得到光武帝的赞赏。

C. 

冯异因屡立战功得到封侯之赏，还享有奉诏回乡祭扫祖坟、朝廷官员送牛酒、当地大小官

员及同族人陪同祭坟的特殊待遇。

D. 

冯异位高权重，遭人嫉恨弹劾。光武帝让冯异看弹劾他的奏章，一方面是信任，另一方面

暗含试探告诫之意。

13. 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

（2）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

参考答案：

10. C    11. D    12. A    

13. 

①冯异为人谦让，从不自夸，路上与其他将领相遇，总是让自己的车到路边避让。②现在

看到您给我看的奏章，战战栗栗，惊恐万状。我深知圣明的主上了解微臣的愚钝品性，所

以才敢借机表白自己的心迹。

10. 

试题分析：此题考核文言断句的能力，答题时注意一些常见的句尾、句首标志性的词语，

句子结构的对称，文中词语充当的成分，句子成分的省略，叙事内容的变化等。句中“表

识”，做记号的意思，不要断开；“所止舍”中“舍”是“休息”的意思，和前面的“所

”构成所字结构，不要断开；“异常”的意思是“冯异常常”，不是现代汉语中的“异常



”，“异”做主语，前面断开。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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